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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今年中秋连着国庆，长假多了
一天，又赶上高速路免费，心里盼着
这个长假，又担心到处人满为患。
电视里说，光北京城，国庆期间每
天要多出 5 0 万辆来京的外地汽
车。这家伙，人挤人的，还不跟下饺
子似的？

再好的风景，也容易被摩肩接
踵破坏。放翁诗“人情静处看方见”，
说得正是。如此长假期间，寻找人
少、安静的那一片清幽之处，风景和
人才彼此相悦，两厢相宜。到哪里去
找呢？尤其是北京城里边，能到哪里
找到闹中取静的一方绿洲？

一般情况，我会到北京市教学
植物园里坐坐。那地方，就在闹市之
中，二环之内，龙潭湖公园的西南，
藏在一片高楼下。沿一条清静的小
街往里走几百米，便看到它的大门，
植物园的名字是前北京市市长彭真
题写的。近在咫尺的龙潭湖公园游
人若织、人声鼎沸，这里却别有洞
天，一下子像经过了过滤器一样，人

少，市声也少了下来。如此清幽之
地，满北京城，不知哪里还能

够找到第二家？
门前的空地不大，紧

连着街道，停车是绝对
不行的。本来就是为
了教学之用，主要接

待的是学生，配合小学自然课和中
学生物课的学习。上世纪 50 年代建
这座植物园时，这里还是郊外的一
片农田，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变化，北
京城像水墨画一样把四周洇开，洇
得越来越大，新北京城已经把它包
在紧里边了。一般人，不是不知道
它，就是忘了它，愿意舍近求远，紧
盯着那些名声大或新派的景点，而
不惜千金，动用自己的车轮子，飞蛾
扑火一样扑过去。

门不大，里面的膛却不小。走进
去，往左是林木区，往右是草本区，
再往右走，是农作物区。这是我的划
分，不那么准确，但八九不离十。

林木区，树木繁茂，种类繁多，
再过一些天，深秋时分，树叶变色
了，五彩斑斓的，会更好看。到这里，
会自觉不自觉地识得好多你不认识
的树木，就像小孩子识字一样，总会
有意外的惊喜发现，会突然出现一
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树，摇曳着被
阳光反射得碎金子一般跳跃着的叶
子，像童话一样闪烁在面前，给你一
种惊艳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带来一本书，躲在
一棵树的树荫下，倚靠在树根旁，会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尽管没有公园
里的长椅，但泥土和树的气息，伴随
着书的气息，会是都市里最芬芳的

气息了。如果有鸟飞来，一地绿荫鸟
相呼，是最惬意的时候了。独坐在这
里读书，一个人庆祝国庆，滋味不同
寻常。

有时候，我会想起俄罗斯的作
家普列什文，在他的那本《林中水
滴》著作里，描写了那么多种树木，
还有树叶间那么多的小虫子，都显
得那么可爱和富有灵性，和这里的
情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那气息却
是相似的。便想下一次得带《林中水
滴》来读，但下一次总会忘记了带。

草本区，以各种各样争奇斗艳
的花为主。因为不是木本的，显得更
加随意而洒脱。它们只是种在泥土
里，随着土坡高高低低地长着，和公
园里特别是中山公园唐花坞的那些
剪裁得整整齐齐的花、栽在花盆里
单摆浮搁的名贵的花，完全不一样。
它们更带有田野的气氛，色彩不那
么艳丽，花朵不那么硕大，但一片片
匍匐在那里，摇曳在那里，质朴，却
那么的不可一世。你像是走在了乡
间的土路上，但乡间不会有这么多
种花，像是在开国庆联欢会一样，热
闹地聚集在你的面前。它的前面有
一片水池，里面种着一些水里生长
的植物，可惜，睡莲已经败了，蒲草
和蓼花都没有盛开，但花浓草静，竹
细池幽，别有一番味道。

农作物区的前面，一排木篱笆，
一座草门，道士门楼，简朴，会让人
想起杜甫草堂，花径与蓬门交映，篱
笆上开满紫色和红色的牵牛花，田
园风味浓郁。进去扑满眼帘的先是
葫芦、南瓜满架，再里面会有田埂出
现，种着蔬菜麦菽，让人想起叶圣陶
老先生年轻时在苏州甪直小学后面
的那一片叫做生生的农场，其实就
是这样一片农作物的田地，如今如
城市里的隐士一般，只问耕耘不问
收获似的，在那里随意地长着，任你
看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如果你
能够格外地感受到一百年前叶圣陶
先生和一百年后的我们的教育理
念，在这一片农作物区里，没有进
化，只有变化，大概是属于你今年国
庆节额外的收获了。

再往前走，还有温室和树化石。
不过，一般我不会去了。温室毕竟赶
不上香山植物园的，树化石立在那
里，孤零零的，也缺少了前面树木
花草和农作物的盎然生机。这时
候，落日熔金，归巢的鸟也都扑闪
着驮着晚霞的翅膀，鸣叫着在园子
里的树顶上绕了。我们也该打道回
府了。沾满衣襟的，会有花草树木
和泥土的清香，幽幽地伴你回家，
陪你一起等待华灯初放和节日的礼
花腾空。

当我的祖国
迎来她 63 岁生日
时，其中 一 个 礼
物 ，送给 了 即 将
奔 赴 远 方 的
人——— 高速公路
取消收费了。我的
诗人朋友老鲁听
到这个喜讯以后，
张开双臂拥抱我，
朗诵他写给国庆的
诗：“祖国啊，让我
亲 吻 您 的 大
地 … … ”鲁诗人已
经和我商量好了，由
他驾车，乘浩荡秋风，

奔 赴 5 0 0 0 里 外 的 西
藏。我的双腿，早已忍不

住颤动起来。

去西藏，朝圣者的路，一直在我
的心灵轨道里、灵魂旷野中，延伸到
一个男人的中年季节。在影像里、文
字中，每当看到西藏的身影，就触
电一般被吸引住。哎，与我心灵神
交的西藏，就像一次可望不可及的
爱情，在岁月深处，在时光背影里，
她一直对我娇羞蒙面、欲说还休。
多少个夜晚的神游中，我骑着一匹
草原上的黑骏马，以一个抒情诗人
的姿态，穿过西藏的莽莽草原，穿
过千万年的风。纳木错湛蓝的湖
水，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就是我梦
境中的巨大背景。一个诗人在游牧
西藏，身边的霓虹灯、车水马龙、衣
鬓香影，这些城市的图案，全都与
我无关。我只要伸手可触的蓝天，只
要沉默地面对那些匍匐在朝圣路上
的沧桑背影，只想在我奔驰后感到

疲倦时，在草原上喝几口湖水躺下，
或者，乘风归去，睡在蓝天软软的云
朵里。

对西藏的迷恋，让我像一个被
爱情灼伤的男人，在白天的行走中
神情恍惚，在夜晚的梦境中又花一
样开放。当我整日面对蜘蛛网一样
的人际关系，面对汗牛充栋的公文，
我就一次次起身，打量墙上中国地
图上的西藏。我拿起一支修改公文
的铅笔，圈点那些神交已久的地方，
日喀则、昌都、墨脱、雅鲁藏布江、念
青唐古拉峰……我多像一个身披战
袍的将军，当我圈阅这些地方时，我
又忍不住想起一位英雄，他就是格
萨尔王。格萨尔王，当你在草原上拔
剑而起统帅千军万马时，请让一个
握笔的诗人也化作一股长风绕着你
的战旗飘扬吧。我要放下这软弱的

笔，握紧你赐予的长矛铁盾，行进在
千里草原上，铸造一个男人的钢铁
意志……

西藏带给一个男人太多的遐
想，赐予一个男人太多的心灵宝藏。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斑马线，眼
里却涌动着草原上无边的绿浪。我
在自己的阴影中行走，却又恍惚看
见草原上湛蓝的湖水倒映着我的
身影，湖水荡漾着，让我一点一点
地亮起来，最后通体透明，高原的
风穿过胸膛，我成了一片鼓满了风
的帆。

西藏在呼唤我，我在重重的山
峦中听见了。西藏在等我，喜马拉雅
山上千年不化的积雪，就是为了一
个最美的相约。这个假期，让我和诗
人一起出发吧，背起简单的行囊，亲
爱的人，你也要陪我上路。

国庆假期之前，我去了一趟成
都。成都饮食素来以麻辣为主，去之
前我还在犹豫，生怕我这娇气的胃在
天府之国没有寄托。

在成都的第一餐，我信步来到住
处附近的一家老麻抄手，要了一两鸡
味抄手，老板和店员现做现卖，个个干
净利落，我是边看边吃，吃好了还意犹
未尽。说白了，成都的抄手就是北方的
馄饨，馅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汤，分
麻辣、红油、鸡味、海味、清汤等。

虽是南国，成都却以面食为主，
遍布街巷的是各式各样的面：担担
面、铺盖面、煎蛋面、燃面……面很筋
道，很适合我这个北方人的胃。早就
耳闻龙抄手、钟水饺、韩包子、华兴街

煎蛋面的名号，其实大可不必冲着名
气去排队，随便走进一条背阴小巷，
随便找一家小吃店，你就能吃到地道
的抄手、水饺、包子、煎蛋面。正所谓
蓬门荆钗不掩国色天香，市井民间才
是美食的藏龙卧虎之地。

成都的饮食还有一个最大的好
处，一两起卖，我寻思着，谁能拿捏得
这么准呢？可是成都大大小小的馆
子，一两的抄手、一两的水饺、一两的
面，服务员端上桌的时候，连我这个
资深家庭主妇都自叹弗如。一两担担
面、一两抄手让我的胃毫无负担，尤
其是一两面，对我刚刚好，不多不少。

我在散步的时候偶遇一家小店，
老板自己包叶儿粑、冻粑，都是用糯

米做的，虽然叶儿粑和冻粑可以热着
吃也可以凉着吃，但对于肠胃不好的
人来说，还是热的叶儿粑和冻粑好
吃，对胃没有损害。

冒菜据说是成都女子的最爱，有
段日子不吃一顿冒菜，就会像思念情
人一样格外想念。我试图给冒菜找一
个契合的比喻，冒菜的做法类似东北
的乱炖和家庭小火锅，但又好像不恰
当，冒菜就是冒菜，一种民间特别的烹
制菜肴，麻辣鲜香，荤素搭配，吃过之
后，身上微微发汗，非常过瘾。冒菜非
常下饭，你如果吃不了麻辣冒菜，不妨
加一碗米饭，包你胃口大开。

撒子豆花是离开成都前我和朋
友去吃的，原来这豆花就是豆腐脑。

“小谭豆花”的生意很好，上座率很
高，翻台率也很高，店里熙熙攘攘，热
闹非凡。

每一道小吃都有故事，每一道菜
肴都有典故，虽说川菜早已经遍布大
江南北，但只有成都的美食既便宜又
正宗。漫步成都的大街小巷，我边走
边吃，换着花样用心品尝各类小吃，
用美食宠爱着自己。

俗话说，抓住一个人，先抓住他
的胃。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
市，确切地说，成都抓住了每一个旅
人的胃，不管这胃是生猛的还是娇贵
的，不管这胃是挑剔的还是随和的，
在这里都能找到归宿。趁着长假，不
妨来进行一次美食之旅吧！

闹市寻幽 □肖复兴

五千里奔西藏 □李小米

抓住我的胃的地方 □徐俊霞

去过周庄的人都说周庄很美不
去可惜，但我觉得如果不到枫泾古
镇，更是一种遗憾。走进上海市郊的
枫泾古镇，宛如走进一幅真实的水墨
画。人们常说：天下美景“三分山水七
分打扮”，而枫泾却是“九分美景一分
打扮”。枫泾古镇没有周庄、西塘那么
重的商业气息，这里只见古园小桥流
水，风情婉约灵秀。早晨在幽静的长
廊上走走停停，中午傍水吃饭，然后
打打瞌睡或者找个茶楼，喝喝茶、嗑
嗑瓜子，慢慢感觉这里的悠闲安静。

江南古镇都离不开水，水是古
镇的灵魂，河边的建筑大都是临水
而建，有的墙身直插河水里，与水中
的倒影连起来，江南水乡的“小桥、

流水、人家”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诠
释。在枫泾，码头三步一设。既然身
着土布蓝褂子的船娘热情招呼，那
么就荡舟一回好了。乘着船，看着流
过眼前的景色，吃着当地的特产，听
着咯吱咯吱的摇船声，随着橹的荡
漾，我的心也一起荡漾。

枫泾最有名的当数小巧玲珑、构
筑典雅的枫泾三桥。周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陈逸飞所画的《双桥》而出
名，其实枫泾三桥也是别有风味的，
清风桥、竹行桥、北丰桥，三桥相连，
连接河岸茶楼、长廊，串起众多的景
观，三桥景区的两岸，老屋河埠、石桥
流水，浓厚的古色古香味道。

和平街上有个“三百园”，石砌院

门，三进大院，门头上方的“三百园”三
个字是由漫画大师丁聪所题。这里是
三个收藏展出百样民俗用品的收藏馆
的合称，分别是百灯馆、百篮馆、百行
馆。在馆里，像平常用的灯和篮子这么
家常的东西，也被细心的当地人搜罗
来。煤油灯、马灯、探照灯，什么年代的
灯具都有，现在看起来还都很有味道。
百篮馆设在中间一排楼房，前有庭院，
一只巨大的古代元宝篮仿制品，摆放
在庭院一侧中央，成为百篮馆的标志。
百行馆中那个正在切肉的张飞被尊为
屠宰行的祖师爷，着实有趣。

别看枫泾的规模不大，画馆和
名画家祖居却是三两步就能撞到一
个。所谓“三画一棋”(即漫画家丁聪、

国画大师程十发、围棋国手顾水如、
金山农民画)集于枫泾一镇，是国内
罕见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站在枫
泾小河边，思绪在千年岁月里来回
穿行，丁聪、程十发这些枫泾名人虽
已是过去时，但他们的精神仍引得
今人奋起直追。

穿梭游走在古巷幽弄，一幢幢木
楼，一扇扇花窗，一只只竹篮，一盏盏
明灯……仿佛踏入了时光隧道，不知
今夕是何年。我带着依恋离开古镇，
我想我会再来枫泾的，到时候，再约
上三五好友，乘上游船，斟上一杯枫
泾黄酒，尝着天香豆腐干、桂花状元
糕，在大红灯笼的晃荡中，在摇船声
中沉醉入梦……

枫泾古镇，潜伏在上海的艳遇 □马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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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个个假假期期，，有有

人人奔奔波波数数千千里里只只为为

圆圆一一个个朝朝圣圣的的梦梦，，

有有人人却却独独具具慧慧眼眼于于

身身边边闹闹市市觅觅一一片片幽幽

境境；；有有人人徘徘徊徊江江南南

古古镇镇感感受受婉婉约约之之

美美，，有有人人却却流流连连蜀蜀

地地 一一 饱饱 口口 腹腹 之之

欲欲…………

每每个个人人的的行行

走走，，都都会会收收获获不不一一

样样的的风风景景。。美美的的其其

实实不不是是风风景景，，而而是是

自自己己心心里里的的那那一一个个

世世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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